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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旧石器的研究探讨史前人类的认知行为与思维特征一直是史前学者关注的问题. 
法国学者开创的石器技术研究方法, 为回答这些问题开辟了新的视角. 20 世纪 60 年代安德
雷·勒卢瓦古朗提出的“操作链”概念为该研究体系奠定了理论基础, 随后从“操作链”概念分解
出技术认知学和技术经济学两个概念, 不仅能更详细地揭示史前人类在石器打制过程中运用
的技术知识和技能, 也能从社会经济学的角度解释史前人类的技术行为. 将这一新方法应用
于中国西南部的代表性遗址——观音洞遗址的旧石器材料中, 结果表明, 观音洞遗址的石核剥
坯模式与欧洲和近东旧石器时代中期常见的 Levallois 概念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剥坯概念和生产
体系, 反映了两种不同的人类认知行为和思维模式, 该结论为进一步研究和解释旧石器时代
中期中国和欧非及近东地区旧石器文化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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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器工业是史前人类生产活动的直接反映 , 不

仅蕴含打制者认知行为与人群思维模式的重要信息, 
也是对史前人类行为进行社会经济学阐释的主要基

础, 因而在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研究中, 石器分析具
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 传统的旧石器类型学在研究中
固然是描述和记录的基础 , 然而因为常常囿于静态
描述而未强调动态分析 , 在提取石器所反映的史前
人类技术行为信息方面显得力不从心 . 为了探索这
个问题, 自 20 世纪 40 年代以来, 以安德雷·勒卢瓦

古朗(André Leroi-Gourhan)[1]为首的法国学者开创了

石器技术研究的方法, 经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 该方
法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体系, 而且仍在不断发展. 
技术分析方法已被应用于欧洲、非洲和美洲的部分石

器工业研究中 , 显示出它在揭示史前人类认知过程
与模式、探索人群社会经济学特征方面的强大优势, 
为勾画世界各地区旧石器文化的多样性与关联提供

了重要依据 . 选取中国的石器工业进行史前人类认
知行为的尝试性研究 , 在实际应用中详细了解该方
法的内容及操作流程,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观音洞遗址位于贵州省黔西县沙井乡观音洞村

(26°51′26″N, 105°58′7″E) , 西洞口海拔 1464 m. 该遗
址于 1964 年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
所和贵州省博物馆联合考察小组发现并试掘 , 次年



 

 
 
 

 

  2865 

论 文 

冬、1972和 1973年在发掘中获得大批石制品和动物
化石. 观音洞是一个东西向发育的石灰岩洞穴, 地层
共分 9层, 发掘者由上至下将其合并为 A, B, C三组, 
其中 A 和 B 组是主要的文化层. 根据古生物化石特
征, B 组文化层除了极少数第三纪的乳齿象化石外, 
大部分动物化石为中更新世常见的大熊猫-剑齿象动
物群的成员 , 其中相当大一部分可延续到晚更新世
甚至全新世, 据此 B组被归入中更新世, A组和 B组
无明显区别, 被归入中更新世晚期[2]. 利用动物化石
和碳酸盐钙板所做的铀系测年结果比古生物学分析

结论年轻, 分别为距今 8~11.5 万年[3]和距今 4~19 万
年之间[4]. 位于贵州西南的盘县大洞遗址的动物群与
观音洞有较强的对比性 , 其绝对年代测定为距今
35~13万年左右[5,6], 略早于观音洞遗址. 所以参考盘

县大洞文化堆积的年代, 考虑到观音洞古生物化石年
代具有相当大的跨度, 再加上时间及客观条件限制, 
本文根据绝对年代数据从总体上将 A, B组文化层堆
积置于距今 20~5 万年之间, 相当于旧石器时代中期, 
以此作为技术分析及相关遗址比较的宏观框架 . 遗
址前 3 次发掘所获的标本保存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
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其中石制品 2280 件, 考虑到
不少石制品经磨蚀或打击痕迹不明显 , 进入本文技
术分析与统计的石制品共 1108 件, 其中石核 143 件, 
石片 391件, 工具 574件.  

1.2  研究方法 

史前石器技术研究体系的根基是“操作链”概
念[7], 其最重要的贡献是为石器研究提供了动态的观
察视角, 即在研究某个石器工业时, 要求综合考虑石
器生产和使用的所有环节, 包括原料的获取、开发、
毛坯的生产、选择、工具的制作、使用和废弃等, 在
单个石器工业研究的基础上 , 它还为解释人类行为
及文化提供了多层次的方法论的框架[8]. 不过, 随着
研究的进展, 该概念显示出局限性. 因为模式化和过
于理论化 , 用它来分析多个石器工业时往往难以解
释它们之间的技术多样性, 也不能准确区分旧石器时
代早、中期的工艺特征[9], 而且其本质是一种理念和指
导思想, 不能作为某种具体的研究方式和手段使用[10].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在 20世纪 80年代, 法国史前学者
以此概念为基础发展出了两个不同但互补的概念, 即
技术认知学 (techno-cognition)(也称为技术 -心理学 , 
techno-psychology)和技术经济学(techno-economy)[9].  

技术认知学研究的目的是分析和复原石器生产

的所有技术体系中发挥作用的技术知识[9]. 对石器工
业的技术分析有一个理论前提 , 即石制品的生产都
是受一定的打制计划和行为规则指导的 , 所以对打
制计划和技术知识的复原构成了石器技术研究的重

要目标之一. 作为操作链的基本要素, 石制品的生产
发源于打制者头脑中的一个抽象概念或规划 , 然后
由打制者运用所学到的知识 (knowledge)与技能
(know-how)来实现整个生产过程 , 所以在这个意义
上 , 石器正是史前人生物性本质与抽象意识共同结
晶的产物 [11]. 通过石器技术分析与打制实验的综合
性研究 , 学者揭示出构成史前人类认知体系的两个
基本要素: 知识和技能. “知识是人头脑中对产品终
极形态和所用原料的认识及对相应概念的存储 , 也
是人的大脑对影响实际结果的一系列行为规则的汇

总 . 这些知识是对产品形态和生产过程的基本行为
规则的储存, 可通过长期的观察获得, 然后被作为事
实存入记忆⋯⋯; 技能是实施大脑储存的操作知识的
能力, 是对具体行为结果的估计, 技能的作用表现在
对打制动作相对精确的计划 , 即依靠感觉器官或自
身的认知能力进行的直觉式操作 , 比如估计下一个
剥片的大小、质量与形态特征, 由此决定动作力度应
做何调整等”[12]. 石制品生产体系中的技术知识主要
表现为“操作程式”(operative scheme)的存在及多样性. 
操作程式是打制者从很小的时候通过耳濡目染、潜移

默化的学习得到的, 逐步成为一种非理性的直觉[13], 
它就像一个稳定的范式 , 包含了打制者学到的关于
如何规划打制行为和实现预期结果的知识 , 打制者
在每个动作中会通过类似直觉的潜意识实现目标 , 
这个潜意识就构成了“操作程式”[14]. 由于技术知识
是抽象的, 而石制品是其重要载体, 所以技术认知学
分析的目的就是通过观察石器最大程度地接近打制

者的操作程式, 并揭示史前人类的认知行为与特征.  
技术经济学是对石器工业进行细致的科学观察

和分析的领域 , 它主要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
分析人类的技术行为. 随着技术研究的进展, 新的概
念如原料经济(economy of raw materials)和剥坯经济
(economy of débitage)被提出, 使我们能更深入的解
释石器工业生产体系在某一时空范围内的多样性[15].  

技术认知学与技术经济学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

的, 比如, 技术知识的存在与否、其复杂性和局限性
只能通过技术经济学分析(如剥坯模式、对工具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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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策略等)揭示出来, 而技术经济学的分析结果又可
以从侧面印证技术知识本身, 所以, 二者在石器技术
分析中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 , 而本文展示的仅是技
术认知学分析的过程和结果.  

在史前石器技术研究中, 无论是操作链的复原, 
还是技术认知学和技术经济学分析 , 都必须运用最
基本的方法——“技术阅读”(technological reading)[8]. 
技术阅读分为两个层次 , 首先是对单件石制品的分
析, 然后是对相关层位和遗址石制品的整合研究. 对
于单件石制品的技术阅读 , 法国史前学者创造了一
种简明有效的工具——“技术分析图 ”(diacritical 
diagram)[16], 成为史前石器技术研究与交流的基石 . 
技术分析图是不反映石制品阴影和透视效果 , 仅对
其表面打击片疤的方向、顺序和数量进行阅读及展示

的方式 . 绘制图形的工作本身就是对石制品进行细
致的技术阅读的过程. 通过箭头和数字, 它能一目了
然地呈现所绘石制品的打制方向和顺序 . 作为一种
研究工具和展示方式 , 这种分析可以在任何一件石
制品上独立进行, 也能复原其打制“历史”, 但要探索
与解释人类在某一时空环境中的技术行为还必须对

相关地层和遗址中的所有石制品进行整合分析 . 需
要指出的是 , 整合分析并非将单个的技术分析图相
加, 而是要反复比较、整合与提炼支配石器工业生产
体系的技术机制和逻辑规则 , 才能最终确定该石制
品在整个石器工业生产体系中的位置并复原操作链

的各个环节 . 本文对观音洞遗址史前人类认知行为
的分析即以此为基础.  

2  技术分析 
2.1  单个石核的技术分析 

作为反映古人类打制知识和技能最重要的信息

载体, 石核在旧石器工业的研究中居于首要地位, 旧
石器时代人类的认知行为与模式也主要从石核的剥

坯(débitage)模式中反映出来. 所谓剥坯, 是运用多种
方法将石料剥裂成不同形态和大小的毛坯的过程 , 
所获毛坯既可直接使用, 也可根据需要加工成工具. 
从技术上看, 剥坯的目的是从石核上获得毛坯, 结果
将产生两类产品: 剥坯后的石核和石片(或石叶), 而
且石核与石片在操作链中具有不同的地位和作

用[14,17]. 石器技术分析首先将从单个石核开始, 随后
整合所有石核在剥坯过程中运用的操作程式和方法, 
最终归纳出古人类在石器生产过程中的剥坯模式与

认知行为.  
理论上 , 剥坯可以被分解为两个前后相继并可

反复进行的阶段: 石核预备(initialization)阶段及石核
生产(production)阶段 . 石核预备阶段的工作是从毛
坯上选择或者有意识地预制出石核剥坯所需要的技

术特征 , 石核生产阶段的工作在于对石核剥坯的过
程进行组织与管理 , 如对剥片先后顺序的选择和对
剥坯序列数量的控制等. 理论上, 每一个成功剥片所
需要的技术特征主要包括台面和剥坯面 (débitage 
surface), 后者由边缘凸度、远端凸度和引导同心波传
播的纵脊 3 个因素构成. 在实际剥坯过程中, 打制者
通常会进行循环式剥坯(recurrent débitage)以最大限
度地发挥技术特征的作用, 即利用同一台面剥裂 2个
以上打击方向大致相同的石片 , 这样的石片被定义
为一个剥坯序列 . 对所有技术特征的分析有助于区
分出不同的剥坯序列 , 也能识别和确定石核的剥坯
模式和方法 . 根据打制者在石核预备阶段所运用的
方法, 观音洞遗址的石核可以被分为 3 类, 分别以标
本 P4114, P4122和 P15948为代表.  

(ⅰ) P4114.  该标本原料为板岩, 毛坯为带石皮
的石块, 表面经轻微的水流冲磨, 没有明显节理(图
1). 石核长 97 mm, 宽 81 mm, 厚 57 mm, 最后一个片
疤长 44 mm, 宽 34 mm. 台面角平均值小于 80°. 打制
工艺为硬锤直接打击.  
石核剥坯的预备方法为选择自然的石皮作为剥坯

面, 此面从台面俯视呈弧形突出, 引导同心波传播的纵
脊不突出. 石核生产阶段共获得 2个剥坯序列, 第一个
序列仅 1个石片(图 2). 第二个序列获得 5个剥片, 剥 

 
图 1  观音洞遗址石核 P4114 技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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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石核 P4114 剥坯操作程式复原及各序列打击台面的分析 

S 表示剥坯序列. 立方体是石核剥坯流程的立体示意, 旨在表现各序列在石核上的相对位置. (a) 阴影区域表现各剥坯序列在石核上的 

叠加效果; (b), (c) 分别代表第一(S1)和第二(S2)个剥坯序列 

坯过程的第一步剥裂出 2 个石片, 然后利用前两个石

片疤与自然面相交形成的纵脊获得其余剥片 , 但由

于远端凸度不合适, 第 3 至第 5 个石片的远端有较为

明显的翻卷. 
(ⅱ) P4122.  该标本原料为硅质灰岩, 毛坯为带

石皮的石块, 有石锈, 经较强的水流冲磨, 含节理(图
3). 石核长 96 mm, 宽 82 mm, 厚 85 mm. 最后一个片.  

 
图 3  观音洞遗址石核 P4122 技术分析 

疤很小, 且远端翻卷. 打片角平均值小于 80°. 打制

工艺为硬锤直接打击. 
石核在预备阶段所选择的剥坯面由两个自然平

面相交而成, 它们是石坯的节理面, 引导同心波传播
的纵脊由两个平面相交的棱脊构成, 比较突出. 石核
生产阶段共获得 3个剥坯序列, 第 1个序列中首先剥
裂了 2个石片, 然后利用前两个石片疤与自然面相交
形成的纵脊获得剩下的剥片, 由于远端凸度不合适, 
仅获得 1个可用石片, 随后的 2个剥片为不成功的产
品. 第 2 个序列获得 3 个剥片, 方法为首先产生一个
石片, 第 2和第 3个剥片分别利用第 1个片疤左右两
侧与自然面相交形成的纵脊剥裂而成. 第 3个序列仅
获得 1个剥片(图 4).  

(ⅲ) P15948.  该标本原料为黑色优质燧石, 毛
坯是从带石皮且经水流冲磨的石块上剥裂下的一个

石片, 含少量节理(图 5). 石核长 69 mm, 宽 61 mm, 
厚 28 mm. 最后一个剥片未成功. 台面角平均值小于
90°. 打制工艺为硬锤直接打击.  

石核在预备阶段所选择的剥坯面是先前打制的

石片腹面的一部分 , 因为石片腹面在打击泡的位置
通常有一定的凸度有利于剥坯. 石核生产阶段获得 1
个剥坯序列, 共 5 个石片, 它们从台面俯视观察呈线
性分布, 即从右至左顺序剥坯, 其引导同心波传播的
纵脊由前一个剥片的片疤与相邻的自然面相交构成

(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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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石核 P4122 剥坯操作程式复原及各序列打击台面的分析 

图注同图 2 

  
图 5  观音洞遗址石核 P15948 技术分析 图6  石核P15948剥坯操作程式复原及各序列打击台面的分析

 

2.2  石核剥坯体系的整合分析 

对观音洞遗址石核的整合分析包括操作程式的

特征、单一同向剥坯序列所产生石片的数量和石核所

产生剥坯序列的数量 , 这些分析项目将对确定观音
洞遗址的石核剥坯模式及界定石制品生产体系的性

质提供重要依据.  
整合所有石核剥坯过程的技术特征表明 , 观音

洞遗址史前人类从石核获取工具毛坯的过程运用了 3
种不同的操作程式, 对应于 3种不同的石核预备方法
(图 7).  

操作程式 1: 石核预备阶段所选择的剥坯面是自
然面, 从台面俯视呈弧形突出, 通常是石皮, 也有可
能是剥坯前破裂又经磨蚀的表面 , 引导同心波传播
的纵脊不突出.  

操作程式 2: 石核预备阶段所选择的剥坯面由两
个及以上的自然平面相交而成 , 它们通常是石坯的
节理面 , 引导同心波传播的纵脊由两个平面相交的
棱脊构成, 常常比较突出.  

操作程式 3: 石核预备阶段所选择的剥坯面是先
前打制的石片腹面的一部分 , 因为石片腹面在打击
泡的位置通常有一定的凸度, 有利于剥坯.  

对所有石核打片疤方向和先后顺序的统计分析 

 
图 7  观音洞遗址石核剥坯的操作程式 



 

 
 
 

 

  2869 

论 文 

白色带箭头区域表示石核被剥坯的一部分, 阴影区域表示石块上未

被剥坯的部分, 两者在剥坯时没有直接关联 

显示, 一个同向的剥坯序列往往只能获得 1~3 个成功

的石片, 很少超过 3个(图 8). 一个石核通常只能产生

1 或 2 个成功的剥坯序列, 有时也能产生 3 个及以上

的序列但往往为不成功的产品(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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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单一同向剥坯序列所获剥片的数量 

 
图 9  单个石核所获剥坯序列的数量 

综合技术分析的结果, 我们发现, 观音洞遗址的
史前人类在对石核剥坯时往往只选择石坯的一部分, 
也就是狭义上的“石核”来获得可用的石片 . 这里的
“石核”是指石坯上被开发的有用部分 , 石坯上剩下
的未用部分对该“石核”的剥坯不起直接作用. 当然, 
如果它具有合适的技术特征, 也可能作为另一个“石
核”进行剥坯. 不过, 这两个“石核”之间没有明显关联, 
不存在有意识地预制, 它们所产生的石片均是需要的
工具毛坯. 对这些石片的特征打制者也可以进行一定
程度的控制, 如形态、大小及刃口的特征等, 但这种控
制是很有限的. 在这样的剥坯模式下, 尽管石坯的外
在形态千差万别, 但打制者所选“石核”的技术特征却
是相似的 , 是可以通过技术分析辨认出来的 . 所以 , 
这是一种特征鲜明的石核剥坯模式和生产体系, 我们
暂将其命名为“观音洞石核剥坯体系”(图 10).  

3  讨论与结论 
此前有学者认为在中国南方的石器工业中可能 

 
图 10  观音洞石核剥坯体系的特征 

(a), (c)表示两个形态不同的“石核”, 橙色和蓝色区域表示剥坯部分以

外的无用部分, 其形态千差万别, 深绿色区域表示两石块上的有用部

分, 即狭义上的“石核”, 其技术特征相同. (b)为两石核台面的俯视效果 

存在代表欧洲及近东旧石器时代中期的 Levallois 剥

坯产品和莫斯特文化特征的石器 , 如盘县大洞遗

址 [18]和观音洞遗址 [19]. 因为没有进行系统的技术分

析, 所以中国的旧石器材料与欧洲及近东往往难以直

接对比, 这对我们了解两者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之间

的关系产生了影响. 在欧洲, 已有学者对 Levallois 剥

坯概念进行了深入的技术分析, 不仅定义了该概念的

技术要素, 厘清了与其他剥坯模式如盘状石核剥坯模

式的关系 [20], 而且对欧洲和近东的石核剥坯体系进

行了完整的分析和归纳 , 建立了一个可供比较的框

架[21], 从而为区分不同的剥坯概念奠定了基础.  
技术认知学分析表明, Levallois 是一个概念, 是

一种对最终产品的思维规划, 一个抽象的、总体上的
打制计划. Levallois石核是由 6个技术特征协同作用
而成的结构, 被设计成两个不同但相交、两个凸面正
好相对的构型, 其中一个面是剥坯面, 另一个面是打
击台面 , 两表面相交的面构成了最终产品剥坯时必
需的一个平面 , 此平面引导并确保了打击方向始终
与它保持平行. 两表面在剥坯时缺一不可, 不能相互
替换 [22], 所以这是一种将预制工作发挥到最大限度
的剥坯概念 . 对观音洞遗址石核的技术认知学分析
表明, 其石核剥坯模式与 Levallois 是两个完全不同
的剥坯概念和生产体系 , 反映了史前人类的两种不
同的思维模式和认知行为. 所以, 仅仅根据某类单个
产品的形态定义某种剥坯概念容易出现混淆 , 因为
不同的打制概念或模式可能产生相似的产品 , 例如
盘状石核所产生的一类三角形石片和背面有“丫”字
形脊的 Levallois 石片就具有相似的形态, 往往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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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它们是 Levallois 概念的产品而影响我们对剥坯
模式的判断, 所以有必要运用技术分析方法, 结合形
态特征对不同的剥坯模式和认知特征做出辨认 . 因
为史前人类打制石器的技术知识和认知行为可能比

我们想象的要复杂 , 所以我们对石器的技术分析要
更细致更全面才能比较好地复原史前人类的技术行

为与认知特征.  
在比较跨遗址甚至跨区域旧石器文化的异同时, 

史前学者往往面临比较什么和如何比较的问题 , 是

比较某类特殊石制品的有无及比例？或比较石制品 
的形态、原料类型的差异, 还是探索石器工业背后的

制作者——史前人类的认知行为本身？尽管通过石

器探索史前人类的行为存在相当的难度 , 但石器技

术研究的分支——技术认知学分析还是为探索他们

的认知行为与思维模式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 将石器

技术研究方法运用于中国的旧石器材料以揭示出中

国旧石器文化的多样性内涵, 并对该方法进行检验、

充实和完善或许是我们今后研究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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